
惊弓之鸟教学设计及反思 惊弓之鸟教学
片段实录(优质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
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惊弓之鸟教学设计及反思篇一

1、运用多种方法在阅读中识字，结合生活实际或联系上下文
理解词语的意思。

2、能理解课文内容，从而理解成语意思，会在语言中运用，
受到启发。

3、分角色朗读课文，读好问句和叹句。

4、懂得要善于观察、善于分析、大胆推断。

教学重点：联系上文理解最后一个自然段更羸说的话。

教学难点：把着眼点放在引导学生理解、体验更羸观察、分
析、判断、推理的思维过程上。

课前准备：幻灯片

惊弓之鸟教学设计及反思篇二

师：通过刚才的学习，同学们已经深入地理解了成语故事，
请大家说说题目“惊弓之鸟”的意思。

生1：因为大雁受过箭伤，所以听到弦响，就非常害怕。



生2：受过箭伤的大雁因为害怕弦声，从天空中掉了下来。

生3：更羸知道受了箭伤的大雁惧怕弦响，就拉响弦，大雁果
然害怕得掉了下来。

生4：受过箭伤的大雁听到弦响，误以为又有箭要射向它，就
害怕得拼命往高处飞。因为一使劲，伤口裂开了，大雁就掉
了下来。

……

师：你的手举得那么高，是不是有话要说？

生5：我觉得“惊弓之鸟”这个成语有毛病（众笑），应该改为
“惊弦之鸟”，因为那只大雁是被弦响吓坏的。（众诧）

生6：老师，同学们，我也有话要说（众笑）。我觉得应该改为
“惊箭之鸟”，因为那只大雁听到弦声以为又有箭要射向它，
才害怕得掉下来。（众诧）

师：他们说得有道理吗？

生佩服地点头答：有道理。

师：这两位同学真会动脑筋，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看法，他们
使我们的思维得到享受，请他们幸福地接受我们热烈的掌声。

（由衷的持久的掌声）

师：还有没有有话要说的同学？（众笑）

生7：有。如果是魏王拉弦，大雁会掉下来吗？

师：好问题，老师也想知道答案。同学们的意见呢？



生：（坚定地异口同声地）会。

师：是呀，如果老师当时在场，也使劲拉弦（作
势），“嘣”的一声响，大雁会掉下来吗？

生：（热烈）会。

师：老师不用箭也射下了一只大雁。老师真高兴，高兴得想
讲个故事，要求同学们听完故事，给故事加个题目。

师：从前有个人被恶狗咬伤了。伤好后的一天夜里，他翻墙
进一户人家偷东西，偷完东西正在翻墙出去时，突然身后响
起凶猛的狗叫声。这个人大吃一惊，从墙上摔下来。后来他
怎么努力也翻不出去，因为他总觉得那只恶狗就要扑上他的
后背了。最后他被主人逮住时，才发现那只狗原来是被拴在
柱子上。

生给故事加题目：恶狗叫贼，该死小偷，……惊狗之人……
（当学生说出“惊狗之人”时，一阵寂静后教室里爆发出掌
声——学生和听课教师）。

师引导学生比较“惊弓之鸟”与“惊狗之人”。

总评

寓言故事、童话故事、成语故事是小学语文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们是传统文化的经典，湿润过多少灵魂！根据此类课文的
特点和小学生的心理特点、思维特点，深刻的理性寓意必须
被形象地具体地感知，以生活化的感性表象取代抽象的说教，
以现实生活中相类似的境况（如“惊狗之人”）启迪思维，
熏陶情感，提高思想认识。如果学生只会背诵寓意以应付考
试，而不懂得“惊狗之人”的现象，那么这样的阅读课堂是
无法促进生命的成长的。



其次，很好地实践了“阅读是个性化行为，是对话的过程”
的理念。学生对“惊弓之鸟”的不同角度的理解感悟，以
及“惊弦之鸟”“惊箭之鸟”的大胆探究，都非常成功地张
扬了个性，培植了与教材对话的信心。

惊弓之鸟教学设计及反思篇三

（片断一）

师：上一节课，我们已经预习了《惊弓之鸟》，谁能告诉大家
“惊弓之鸟”写了件什么事？（生答略。）大雁的母亲悲痛
欲绝，坚决要为孩子报仇，因此将更羸告上了法庭。让我们
一起来看一下《森林报》记者小雁发来的消息。

（课件：出示《森林报》）

本报讯大雁之死，使大雁母亲悲痛欲绝，它认为是可恨的更
羸害死了自己的孩子。据悉，死者的母亲已上诉，状告更羸，
而更羸直喊冤枉，说造成大雁死亡的真正原因不是他，因此，
双方将分别请辩护律师为自己辩护。至于结果如何，本报将
追踪报道。

《森林报》记者小雁

生：想！（欢呼雀跃）

师：好，现在就让大家做一回小律师。愿意为大雁辩护的小
律师坐到——

（师出示“原告”、“被告”牌子。）

生（兴奋地）：原告席。



师：愿意为更羸辩护的小律师坐到——

生（齐）：被告席。

师：（戴上法官帽，庄严地）各位小律师请注意，请你们速
读课文，将有利于自己的证词圈出来、划出来，然后可以相
互议一议，几分钟后将正式开庭！

评析：

《语文课程标准》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语文学习方式。
强调学生是学习的主体，应为学生提供参与学习、体验成功
的机会。让学生当一回小律师，这种特殊的角色设置一下激
发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在这样的情况下，读书也
就成了学生的一种自觉行为，积极性自然比为读书而读书高。
另外，正如周一贯老师所说，“在开放的课堂里，学生对课
文的解读是个性化的。学生们从自己的感悟出发表达各自不
同的见解，常常会造成意见分岐，而这种分岐会十分有助于
认识的深化和学业的推进。”小律师的各执一词，正是引导
学生思维向纵深发展的有力契机。

（片断二）

被告律师：大雁已经受过箭伤，它的伤口还没有愈合……

师：你怎么知道大雁已经受过箭伤？法律是讲求证据的，你
的证据在哪呢？（生不知所措）

师：证据在课文中。

被告律师：（读第九自然段。）

师：从这一自然段，能看出大雁受过箭伤。可是本法官觉得
你的推理力度不够，你看看这样说会不会更好。（打开课件）



原告（或被告）律师请注意：我的证据在课文的第____自然
段，它是这样写的________,这说明了__________,所以我认
为____________。

你试着用这种方式说一下。

师：在后面的辩护中，各位小律师最好也用这种方式。

评析：

“按要求辩论”，这个切入点琢磨得好，既使学生重视了文
本的学习，又使学生将杂乱、模糊的思维引向了清晰、有序
的轨道，教给了辩论方法，提高了思辩水平，很好地体现
了“知识、能力与过程、方法”的整合。

（片断三）

原告律师：被告律师请注意，课文第二自然段是这样写的：
一只大雁从远处慢慢地飞来，边飞边鸣，这说明大雁受过箭
伤，并且孤单失群。如果不是更羸拉弓射它，大雁完全可以
回家养伤，就不至于死了，所以我认为更羸是有罪的。

师：原告小律师，你从哪里看出大雁受过箭伤，并且孤单失
群呢？

原告律师：课文中说大雁慢慢地飞来，说明它已受过箭伤。

师：那孤单失群呢？

原告律师（稍停、思索状）：课文中说是“一只大雁”。大
家都知道大雁总是成群结队的，要么排成“人”字，要么排成
“一”字。

师：这说明了更羸是怎样的一个人？



原告律师：很善于观察，很聪明。

原告律师：（有感情地读）

师：很好，请坐。哪位小律师还想读一下？

（很多同学举手，跃跃欲试）

师：既然这么多小律师想试一下，我建议想读的小律师站起
来，大家一起读。

生：（读得很有感情）

被告律师：法官大人，我提出抗议。因为我们现在正处于一
个法制社会，虽然大雁很可怜，但罪不在更羸，因为更羸并
没有用箭——毕竟法不容情。

（笑声、掌声）

师：你说得很有道理，法不容情。

（这时，课堂气氛更加活跃，小律师们争先恐后地发言，各
抒己见。）

评析：

俗话说：“栽下梧桐树，引来金凤凰”。教师给予学生自主
学习的空间越大，他们越学得兴趣盎然。在这样的情况下，连
“法不容情”之类的词语也能随口说出，也就不足为奇了。
赞可夫指出：“教学法一旦触及学生的情绪和意志领域，触
及学生的精神需要，这种教学法就能发挥高度有效的作
用。”正是由于教师创造性地将学生引入特定的情景（法庭）
中，尊重了学生的主体地位，因而使学生的学习潜能充分地
激发出来，整个课堂高潮迭起，精彩纷呈。课堂精彩哪里来？
“课堂因学生的精彩而精彩（特级教师韩春梅语）”；学生



精彩哪里来？从本课例不难看出，教师巧妙的教学设计、对
学生的充分尊重、和谐的教学氛围，是学生“出彩”的重要
原因。

（注：《惊弓之鸟》为人教版五年制第六册33课）

内容概括：这篇介绍了关于《惊弓之鸟》教学片段实录,惊弓
之鸟，希望对你有帮助！

惊弓之鸟教学设计及反思篇四

一、教学目的：

1.  以项链为线索，理清小说的情节结构。

2.  分析玛蒂尔德的性格特征及作者对她的态度。

3.  分析玛蒂尔德悲剧产生的原因（个人、社会）。

4.  接受思想教育，包括人生观、价值观的教育。

二、教学设想：

通过对小说情节结构及人物心理描写的点拨研讨，引导学生
领略《项链》精巧的艺术构思，把握作品主题，提高学生阅
读、欣赏文学作品的能力。

安排一课时。

三、教学过程 ：

（一）导入  新课

在外国文学史上有三位作家被誉为“短篇小说之王”，我们



已经学习过了其中两位作家的作品：俄国契诃夫的《变色
龙》，法国莫泊桑的《我的叔叔于勒》。还有一位是美国的
欧。亨利，代表作《警察与赞美诗》。引出莫泊桑的《项
链》。（或者：因学生在英语教材中学过莫泊桑的两篇小说，
包括《项链》，由此引出课文）

（二）分析课文

1、品析情节，体会情节的作用  

1）       小说以“项链”为标题，与作品内容有何
联系？（小说原题是“首饰”。）

“项链”是小说情节结构的线索。

2）    小说在“项链”这条线索牵动下，都写了哪些情
节？（用三个字概括每一个情节）

借项链――丢项链――赔项链――还债务――识项链

3）       品读小说的重要情节

明确：性格决定命运，情节的发展是由人物性格的内在力量
所推动的。  

2、当然造成玛蒂尔德悲剧并非仅仅是个人的原因，还有其社
会原因：

开头“她也是一个美丽动人的姑娘”，在妇女，美丽、丰韵、
娇媚就是她们的出身，天生的聪明、优美的资质、温柔的性
情是她们唯一的资格。女性只有凭着美貌与风姿才可得到社
会的认可，女性的意识与价值只有在男人目光以观照下才得
到承认。妇女毫无社会地位可言，她们只是作为男性的玩物
而存在于当时的社会之中，遗憾的是玛蒂尔德追求的正是这



样一种玩物式的生活。所以，以貌取人，金钱万能的资产阶
级思想意识及上流社会奢侈腐朽的生活方式毒害了路瓦栽夫
人，是造成她悲剧的客观原因，是制约玛蒂尔德们人生理想
的一幅精神枷锁。

个人原因和社会原因合在一起就是文章的主题。

3、作者对玛蒂尔德到底是一种什么态度？（用三个词语概括）

讽刺（主要是讽刺）  同情  赞赏

作者在讽刺她的同时，又倾注了同情与赞赏。

4、玛蒂尔德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观点应该是多种多样，有
正面的，有反面的，有正反面兼有的。如：

“诚实守信”观。有借必有还，当寻觅无果时，她和丈夫决
定赔偿。即使自己只有一万八千法郎.买项链就需要三万六千
法郎，她也没动过用假项链偷梁换柱、蒙混过关的邪念，更
没耍起“项链已丢，无力赔偿”“要钱没有，要命一条”的
无赖。她和丈夫的道德观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用十年的心血
偿清债务，使朋友佛来思节夫人因祸得福，无意中成了受惠
者。

“纯洁高尚”观。晚会上，玛蒂尔德高雅迷人，压倒所有的
女宾。所有的男宾都注视她，连部长也注意她了这应该是她
利用美貌改变命运的最好时机。然而，她只是“沉迷在欢乐
里”“陶醉于自己的美貌胜过一切女宾，陶醉于成功的光
荣……”这表明，玛蒂尔德来参加晚会只是为了展示美貌，
让自己唯一的“价值”得到承认。在那个金钱至上、道德沦
丧的社会里，玛蒂尔德完全可以靠她的美貌和姿色出卖灵魂
和肉体，可她没有这样做，她不愧是一朵高洁的荷花。

“热爱生活”观。玛蒂尔德社会地位不高，生活也很一般，



但她不甘于现状，对未来充满美好的憧憬和向往，希望生活
得更好些，这反映了她积极向上的生活观。即使遇到了天大
的挫折，她也没有悲观厌世，更没有自寻短见，而是用行动
一步步努力地改善着自己的生活。她心里始终充满了对生活
的热爱。

5、讨论小说的主题  

b、小说尖锐地讽刺了小资产阶级的虚荣心与追求享乐的思
想  

c、小说表现了小资产阶级地位的不稳定及对他们的这种尴尬
处境的同情。  

d、小说表现了人生的无常、命运的无常。  

点拨：关于小说主题，明确从三个维度去综合把握  

a、作品本身：情节、环境、人物、作者对人物的态度  

b、作品的创作背景  

c、生活实际  

可用以下问题进行引导  

示范：小说通过玛蒂尔德的命运，形象地表现了人在社会生
活中找到正确的人生定位的过程，揭示了正确的人生定位的
重要性。

6、题目——“项链”的再度审视

“项链”是文章的物线索，同时又富有深刻的内涵：爱慕虚
荣，追求享乐是套在玛蒂尔德脖子上的一挂“项链”。其实，



又何尝不是栓在我们人类精神上的一根“项链”或者说是一
根绳索！

一波一澜，假假真真 “大家”戏剧；三起三落，悲悲喜
喜“小资”人生

四、练习：

（1）小说最后出人意料的结局给我们留下了一个空白：玛蒂
尔德会怎么想，怎么说，怎么做，请同学们充分发挥自己的
想象，联系课文，写一个《项链后传》，不少于200字。

（2）         合玛蒂尔德的经历，谈谈女人的成
功观，或以“追求”为话题写篇作文。

五、板书设计 

主题              内
容              情节

贪图虚荣（但得）  一夜欢乐            借
项链

恪守诚信（不惜）  十年艰辛            识
项链

惊弓之鸟教学设计及反思篇五

（生接）：惊弓之乌。

请大家考虑一下，更赢是根据什么一眼识破那是一只惊弓之
鸟？

生：（纷纷举手）



师：不忙回答，请大家翻开书，请在第一段，准确地划出答
案。

生：（认真地划句）

师：答案是——请一生读：“一只大雁从远处慢慢地飞来，
边飞边鸣。”

师：对吗（生：对2）一齐读——

师：慢慢地飞是因为边飞边鸣是因为——原因在课文（生抢
接——第八段）

师：（笑。对抢者说）以后请别抢着答，让大伙儿也想一想。

好。现在，在第八段划答案，并完成《作业本》上的练习。

师：x x请把答案写在黑板上。（生写：受过箭伤、孤单失群）

师：（评价）因为它受过箭伤，所以它飞得慢（板书：飞慢）

生：（补充）我认为“孤单失群”也是飞得慢的原因。因为
它没有领头雁的带领。

师：你理解得很深。课文中说它——叫得惨，是因为它离开
同伴，得不到帮助。

同学们看，最后一段话，第一句话是写什么？

（指名）：飞得慢是更赢看出来的，叫得惨是他听出来的。

师：说明他看得仔细，听得很认真。大雁飞得慢你看不看得
出来。

生：看得出来。



师：这不稀奇。叫得惨你听不听得出来。

生：听不出来。

师：请念第二句话。（生念）（众笑！）它叫得那么惨，你
们念得那么愉快？再念一遍。

生：（齐读）

师：我们看得出吗？听得出吗？有这样的本事吗？

生：没有！常人是没有这种本领的！

师：更赢有这种本事。更赢不但（)而且(）（示黑板）谁能
按这个要求说话。请准备一下，写在课文旁边。

生：（思考、书写、举手）

生a：更赢不但能一眼识破那是一只惊弓之鸟，而且马上作出
用弦声吓它的决定。

生b：更赢不但知道它是惊弓之鸟，而且马上想出吓它的办法。

生c：更赢不但善于分析，而且能果断作出决定。

师：说得好！我们来看：这“飞……，叫……”是更赢观察
出来的。

飞得慢受过箭伤

嘣

叫得惨孤单失群

观察分析判断



师：准备一下，再来一次。

生：（再读，再评）

生：（立即投入分段练习）

师：（“巡视”分段情况）说说第一段（ )节——（ ）节。
第二段( ）节——(

)节。分对的请举手。（生举手）好，都正确！

师：现在，我们来练习“对话”了。你们喜欢演更赢，还是
喜欢演魏王？

生：更赢！魏王！（意见不一）

师：要不，我先演更赢，我们不读提示语，就开始“对话”
了：“大王，我不用箭，只要拉一下弓，就能把这只大雁射
下来。”

生a：“是吗？你有这样的本事？”（生绘声绘色地表演，众鼓
掌）

生b：“是吗？你有这样的本事？”（更生动，众鼓掌）

师：我往下演了，你们一齐问。

生：“是吗？你有这样的本事？”

师：（傲慢地）当然！

生：（众一楞，随即叫起来。）老师，你台词错了。和书上
不一样！

师：（不服地）更赢是否肯定能把那只惊弓之鸟吓下来？



生：是的。

师：那我为什么不可以把更赢的话改成“当然！”我实事求
是吗！

生：你太不合情理了！

生：怎么不合情理？

生：你面对的是大王，能这样放肆？

生：再说，究竟能不能射下来，还没有把握呢？

生：更赢是个很谦恭，很尊重事实的人，不会说“当然“。

师：说得对极了！在大王面前，更赢说话很注意自己的身份，
谦虚、有礼。再说，当时大雁还没掉下来呢！

师：我再来念：“我可以试一下。”这次对了吗？

生：对了！

师：（读“拍两下翅膀忽然从半空中直掉下来。”过渡）

生：“啊！”“真有这样的本事？”

师：你这“啊！”读得捧极了！读出了魏王的惊讶，非常到
位，再来一次！

生：（大受鼓励，又来了一次。）

师：我们读完了，老师还有一个问题想和大家讨论讨论——

生：（顿时来劲）什么问题？什么问题？



师：究竟是谁害死了这只惊弓之鸟？讨论一下。

生：（热烈议论）

生a：我说！是更赢害它，是更赢的“嘣”！

生d：是那群大雁，干嘛不回来找找它？要不，它也不会这么
孤单失群了！

生e：我认为关键是它自己！它要是心理素质好，不吓自己，
更赢的弓弦再是“嘣！嘣！嘣！”也不碍事！（众大笑！）

那么，我们学这个成语故事有什么意义？

生：（立即接）不要当惊弓之鸟！（众笑，你是鸟吗？）

生：心理素质要好。不要自己吓自己。

生：不要太心虚了，否则会自投罗网。

师：“自投罗网”？（学生笑，插话，你是坏人啊：）

生：我想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别犯“惊弓之鸟”的错误，遇到
紧急的情况要冷静，别自己吓自己，要想出自己救自己的办
法。

师：不错，我想他说的就是这个故事的积极意义了吧！

这个作业，不知你们能做吗？请写写看。

这只受箭伤的大雁，只要（)，就(）。

生：写作业。（提醒写字姿势）

（x恰当穿插进行书面练习，既巩固所学的知识，又调节课堂



教学节奏，动静搭配，说、写结合）

师：（巡视，给予个别指导）。做完了？我们交流一下。

生a：这只受过箭伤的大雁，只要心理素质好，就不会丧命。

生b：这只受过箭伤的大雁，只要不自己吓自己，就不会命归
黄泉。

生c：这只受过箭伤的大雁，只要冷静、沉着，就平安无事。

生：第三句！用词简炼，意思明确！

师：我同意。

课文已经学完了。能总结一下，我们学会了什么 ？

生：（立即举手）……

师：建议大家先想想，理一理，做个准备，然后再有条理地
说。

（x教师适时作引导，教会学生有条理的按要求发言。）

师：准备好了？好，请发言。

生：我懂得了“不动笔墨，不读书”学会了读书时做读书记
号。

师：很好！学会做读书记号，（指黑板）这是本单元的训练
目标。希望大家常用。

生：学会了本课的字词，特别记住了这个“赢”怎么写。



师：真的，能默给大家看吗？

（生上讲台，在黑板上默写“赢”）

生：我学会了“惊弓之鸟”这个成语的含义。

师：应该说“我懂得了……”或“我明白了……”是吗？

生：我能把大家说的作个总结：

1、学会了读书要作读书记号。

2、学会本课的字词，像孤单失群、悲惨、愈合等……

3、明白了“惊弓之鸟”这个成语的含义。

生：我补充，学会了用“只要……就”等关联词造句。知道
这篇课文按“结果、原因”分段。

师：你们总结得非常全面，把老师想说的都说了，现在——

下课！（众笑）


